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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袁人工
智能正在对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产生深
刻影响袁也带来方方面面的挑战遥
人工智能不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袁也是一道

治理考题遥 以无人驾驶技术为例袁在全球范围
内已出现多起事故袁甚至造成人员伤亡袁然而袁
并没有法律对此作出明确规定遥 当人们向算法
让渡了部分决策权袁也会让归责成为难题遥 在
这个意义上袁技术进步是一柄野双刃剑冶袁一方
面可以造福人类袁另一方面在缺乏规范和制约
的情况下袁也有可能损害社会公共利益遥 处理
好人工智能在法律尧 安全等方面提出的新课
题袁需要完善治理袁让技术创新运行在制度的
轨道上遥

事实上袁如何对人工智能进行规范袁在世
界范围内还未形成共识遥 在不少国家袁无人驾
驶领域的立法一直在讨论中袁看法不一曰在中
国袁无人驾驶的汽车能否上路尧是否符合道路
交通安全法袁也引发了一系列讨论遥 欧盟最新
发布的叶通用数据保护条例曳中袁也没能对人工
智能涉及的隐私风险尧数据保护风险做出符合
大众期待的回应遥 每当一种新技术出现袁都会
有关于旧的治理规则是否适用尧 是否需要升
级袁 以及是否需要制定新的治理规则的讨论遥
面对日新月异的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引发的问
题袁如何用法律条文探寻最佳应对方案尧凝聚
对未来的共识袁是一项艰巨挑战遥
完善与人工智能相关的法律法规袁关键在

于明确归责原则院一旦问题出现袁哪些是人的
责任袁哪些是算法的责任钥 归责原则实际上就是对算法做出评
价袁而算法本身并不透明袁如何对其进行评估钥 对此有三种解
决方案院不用算法袁使算法透明袁审查算法输出遥 完全避免算法
不现实袁除了算法袁几乎没有其他工具可以处理大量的数据遥
而算法透明化则难以操作袁 这相当于要求普通人也能理解算
法遥 因此袁审查算法输出是目前的最佳方案遥 这一方案的要义
在于袁不管算法的内在工作机制袁只根据其结果的公正性对其
进行评价遥 在此方案下袁监管成本更低袁可操作性更强袁归责原
则的确定也更明确袁具有立法实践的意义遥
面对科技的迅速发展袁 我们始终在探索人工智能的法律

解决方案和治理模式袁致力于形成一套务实管用尧行之有效的
方法遥 比如袁相关部门对人工智能领域的新应用尧新尝试给予
足够的创新空间袁但必要的监管同样不可或缺曰一旦发现安全
问题尧突出风险袁监管力量会及时介入袁甚至采取多部门联合
调查处理的方式封堵隐患尧解决问题遥 这样的模式袁既呵护了
创新袁也有利于防范系统性风险袁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提供了
保障遥
人工智能的治理问题是当前一项重大挑战袁 世界各国和

国际组织都参与其中袁 这也让人工智能的治理成为全球治理
的一部分遥 如果此时缺位袁可能会在新一轮规则制定中陷入被
动遥 如今袁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探索已处于世界前列袁
有些部分甚至进入了野无人区冶遥 创新先行袁治理必须跟上袁如
此才能充分享受创新带来的红利袁撬动发展的未来遥

渊来源院11月 1日叶人民日报曳 作者为上海市科学学研究
所副研究员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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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渊AI)机器人作品版
权归属方是谁钥 人工智能能否在
辅助办案时替办案人员作出决
策钥 未来人工智能会不会挑战人
类社会的秩序钥 在人工智能成为
国际竞争的新焦点尧 经济发展的
新引擎的同时袁 发展的不确定性
也带来新的挑战曰 人工智能因其
自主性和学习能力而带来不同于
以往任何科技的新的伦理问题袁
对人类社会各方面也将带来重大
影响遥
上周袁2018中国渊广州冤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战略国际研讨会
暨高峰论坛在广州举办袁 人工智
能的法律与伦理问题也引发了与
会专家的热议遥

AI能否拥有法律野人格冶钥
毫无疑问袁 引入人工智能有

助于提升办事效率袁 在司法领域
辅助办案也开始成为现实遥
论坛上袁科大讯飞医疗事业

部副总裁陈德平介绍袁科大讯飞
联合上海开展 206工程项目袁即
野上海刑事案件智能辅助办案系
统冶袁与自动阅卷非常相似袁通过
机器学习全国最顶尖的法官判
案的逻辑和标准袁 用大量的数
据尧案件野喂冶它袁让它像人一样
能够给出一个案件评判的标准尧
量刑的尺度袁 经过两年多的探
索袁2018 年 3 月份在上海全市
正式开始试运行袁 不光是上海袁
目前山西尧安徽尧福建等地也开
始尝试将这套系统应用在辅助
断案上遥

不过袁AI在司法辅助办案上
可以拥有多大的野权力冶钥 广东省
法学会网络与电子商务法学研究
会会长尧 暨南大学法学院党委书
记刘颖教授介绍袁 办案过程中引
入人工智能分析袁 可以辅助检察
官进行证据抓取尧要素比对袁还可
以协助法官根据嫌疑人的成长经
历尧 犯罪记录乃至其生活地区的
犯罪率等数据袁 以判断再犯罪的
可能性遥但这也会带来一个疑虑院
人工智能协助判案有没有正当
性钥
他举了一个例子院 在美国威

斯康辛州袁一位罪犯申请减刑袁陪
审团利用人工智能手段袁 根据他
个人的成长经历尧 成长的社区的
环境袁 做出判断认定他有可能犯
罪并不同意缓刑遥罪犯马上上诉袁
野机器是某一家公司生产的袁这个
公司也许在软件的设计上对我一
个有色人种持有偏见冶袁于是法庭

要求公司公开算法袁 但被公司以
商业秘密为由予以拒绝遥

而另一方面袁野无人售货冶正
成为当下的一个热点袁 自动售货
系统袁包括柜员机尧自动售货机尧
平台等制定的合同有没有效钥 刘
颖说袁答案是肯定有效袁但是其依
据在哪里钥 人工智能机器只是设
立机器的人的代表遥 2019年 1月
1日将实施的叶电子商务法曳明确
规定袁使用柜员机尧自动售货机尧
平台等自动信息系统订立或履行
的合同对使用该系统的当事人有
法律效力遥

野民事主体有一个发展的过
程袁早期被限于自由民袁奴隶则被
当成客体曰但随着社会的进步袁所
有生物意义上的人都成为了民事
主体遥后来袁民事主体还包括了拟
制的法人遥 那么为什么人工智能
不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耶人格爷
呢钥 冶刘颖说袁如果人工智能具有
完全的自主性袁能够承担责任袁法
律就有可能赋予它法律人格遥

AI或将引发产权尧 数据安全
等纠纷
在刘颖看来袁 一旦法律赋予

人工智能以法律人格袁 这又可能
会对当前的人格法尧 刑事责任制
度尧知识产权尧侵犯责任或劳动法
律制度袁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遥

2017年 5月袁微软和湛庐文
化合作推出了小冰原创诗集 叶阳
光失了玻璃窗曳袁这是人类历史上
第一部 100%由人工智能创造的
诗集袁也由此引发了学者的讨论院
对于人工智能生成的内容袁 法律
有没有可能赋予它知识产权钥

野现在人工智能不仅可以写
诗袁还可以生产新闻尧画画尧创作
音乐遥 我仔细看了微软小冰机器
人写的诗集袁还是不错的袁它通过
图像识别可以做到看图说话袁比
如它看到了沙漠袁沙漠中有太阳袁
它可能就联想到 耶大漠孤烟直爷袁
就可以写出一段文字遥 冶腾讯研究
院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尧 首席研
究员蔡雄山说袁 知识产权的归属
也就成为一个难题院 我创造了一
个软件袁写了很多诗袁当我把这个
软件卖了袁它又出很多本诗集袁获
得的收益比软件还值钱袁 这肯定
会引起一些产权纠纷遥
刘颖说袁 如果说人工智能是

有法律主体资格的袁 那么以后要
不要给工厂里进行劳动的机器人
制定一个机器人劳动合同法钥 再
进一步往下发展袁 人工智能是否

要承担刑事责任袁 作为刑事责任
能力的主体钥
此外袁 各大城市已经陆续发

放路测牌袁 无人驾驶的汽车发生
事故之后责任怎么判定钥 蔡雄山
说袁到 L4级和 L5级阶段袁不仅将
实现完全的自动驾驶袁 而且汽车
也将不再有方向盘袁 人也无法接
管汽车袁 一旦出现责任事故谁来
承担刑事责任袁 是生产汽车的厂
商还是智能系统厂商钥

AI还将引发数据安全的问
题遥 野在人工智能时代袁数据已经
成为像石油和天然气一样重要袁
但 AI系统需要数据耶喂养爷袁如何
保护个人数据并区分非个人数
据钥 比如无人驾驶汽车行驶汇总
的数据袁哪些可以交易钥广东将建
数据集群应用袁 如果数据产权不
清晰袁是否可以集中在一起钥 冶蔡
雄山说遥

将社会伦理原则嵌入 AI系
统中

野在国外袁关于人工智能伦理
规范的文本已有不少袁 而中国还
没有成行的文本遥 冶蔡雄山说袁如
何让人工智能符合人类社会的各
种规范和价值袁最大化其好处袁是
构建普惠人工智能和有益人工智
能必须解决的问题遥
对此袁 他也提出了一些自己

的建议袁 人工智能伦理应该遵循
的一些基本原则院 首先是自由原
则袁保障人的权利和自由袁加强隐
私保护袁防止数据被滥用曰其次是
正义原则袁 确保算法决策的透明
性袁 保障人工智能的权益在世界
范围内公平分配袁缩小数字鸿沟曰
第三个是福祉原则袁 要促进可持
续发展袁避免军备竞赛袁要应对人
工智能带来的就业影响等曰 第四
是合伦理原则袁 把社会的伦理原
则能够嵌入到人工智能系统上袁
让伦理设计和人类的规范相符
合曰此外还包括安全原则袁保障安
全袁以及责任原则袁应该探索人工
智能应用的监管制度袁保障安全袁
促进发展遥
他山之石袁可以攻玉遥欧盟议

会法律事务委员会也专门研究与
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发展相关的法
律问题袁早在 2016年 5月袁该委
员会提出了两个建议袁 第一个是
对机器人适用强制保险机制袁这
类似于针对机动车的强制险袁由
机器人的生产者或者所有者负责
购买袁 以便对机器人造成的损害
进行责任分配遥 其次是设立赔偿

基金曰 这一制度有两大目的袁其
一袁 对强制险未予覆盖的损害进
行赔偿袁其二袁让投资人尧生产者尧
消费者等多方主体参与这一机
制袁从而形成赔偿基金遥
针对人工智能可能造成的数

字鸿沟扩大袁 来自韩国的数字智
力商数研究所创始人朴宥顯博士
认为袁应该让教育使孩子成为 AI
时代的主人袁由此提出了野数商冶
的概念袁她说袁前两次工业革命时
代提出了 IQ袁以适应工厂自动化
技术的需要袁 而在工业 3.0时代袁
城市化的浪潮下需要人与人的交
融袁于是 EQ应运而生袁而进入工
业 4.0时代袁 还需要一个新的数
商袁 通过教育帮助孩子面对新的
风险遥

野人工智能进入大众视野袁大
家一定会记得阿西莫夫三大定

律袁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袁比人类更
厉害的其实不是人工智能袁 而是
掌握了人工智能的人类遥 冶陈德平
说遥
名词解释院 阿西莫夫三大定

律
科幻作家阿西莫夫于 1942

年首次明确提出 野机器人三定
律冶遥
第一定律院 机器人不得伤害

人类个体袁 或者目睹人类个体将
遭受危险而袖手不管曰
第二定律院 机器人必须服从

人给予它的命令袁 当该命令与第
一定律冲突时例外曰
第三定律院 机器人在不违反

第一尧 第二定律的情况下要尽可
能保护自己的生存遥

(来源院11月 1日叶南方日报曳
郜小平)

人工智能是否拥有独立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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